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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瑞桓(教授)

【来源：本站原创 | 发布日期：2018-03-01 】

姓 名 于瑞桓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硕士

职称/职务 教授/系主任

联系电话 0531-82679210

电子邮箱 Sh_yurh@ujn.edu

主讲课程

大学写作、广播电视节目编辑

与制作、广播电视创意与策划、新

闻评论与写作、《红楼梦》人物多

意性研究、《红楼梦》人物文化意

向解读、新闻概论

社会兼职：中国传播协会理事、山东历史学会、山东写作协会

科研方向：历史文化与传播

科研成果及奖励（包括主持项目、获奖、著作、代表性论文）

一、主持项目

1．国家社会科学项目“中国历代野史的整理与研究点校古籍”，2002年

结题

2.国家考试中心山东省自考办联合项目“历代考试制度考”，2003年结题

3.山东省政府特批项目“齐鲁文化综合研究”2004结题

4.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2005年结题

5.山东高校服务山东行动计划项目“山东省大中小学生民族精神认知现状

调查及教育体系的建构研究”2005年结题

6.山东省财政厅项目“山东省公共历史文化资源的产业化与文化产业教化

功能的综合研究”，2006结题。

7. 济南市委宣传部项目“济南市文化资源整合与文化产业的提升研

究”2006结题

8．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时期的实学思潮与史学发展:以野史的繁盛为

研究主线”2012年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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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济南大学教材建设项目“传播学教程”，2010年结题。

10．济南大学教材建设项目“大学写作”，2011结题。

11．山东省文化厅文化艺术科学项目“大学生职业技能培养研”，2008

年结题。

12．济南市委宣传部项目“济南市文化资源整合与文化产业的提升研

究”2006年结题

13．济南市政府“12345便民服务热线”白皮书项目，2011年

14．济南市政府“12345便民服务热线”立法项目，2012年

15．山东省关心下一代委员会安全教育公益活动项目（与山东电视台合

作），2012年

16. 济南大学教学研究项目“广告教学中“理论实践一体化”梯形模块的

构建“，2013年结题

二、获奖

1．“明清时期的实学思潮与史学的繁荣”，获山东省社科联三等奖，

2003年

2．“中华野史”，获山东省史学会一等奖

3．“人文素质培养课程群建设”，济南大学 教学研究成果三等奖，

2006年

4．“大学生职业技能培养研究”，省文化厅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二等

奖，2008年

5．“大学写作”，济南大学教材建设二等奖，2010年

6. 著作《传播媒介的演变与当代数字音乐产业》获省高等学校优秀科研成

果一等奖，2014年

7.“明清时期的实学思潮与史学的繁荣”，济南市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2014年

8.济大教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写作学》教学改革

三、著作

1．《文学家幽默趣谈》，泰山出版社，1997年

2.《海内存知己》，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

3.《天涯有芳草》，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

4.《高考作文规律性失误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5

5．《交际有方》，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

6.《中华野史》古籍点校 泰山出版社，2001年

7．《中华名人轶事-清代卷》主编 泰山出版社，2001年

8.《国学举要?史卷》参编，湖北教育，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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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大学写作》， 海洋大学出版社，2009年

9．《文字校对教程》，古籍出版社，2008年

10．超级女声评价集成统计分析结论，山东文艺出版社，2009年

11.手机传媒产业核心理论数据业内典范之一：手机短信，山东大学出版

社，2009年

12.《传播媒介的演变与当代数字音乐产业》，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

四、代表性论文

1. “谁解清照愁滋味”，济南大学学报，1999/06

2.“捕捉创造神秘的灵感”，阅读，2000/12

3.“一片冰心在玉壶”——冰心诗词赏析，阅读，2000/01

4.“明清时期的实学思潮与史学的繁荣”，孔子研究，2002/ 03(《新华

文摘》2002年10期全文转载)

5．“乾嘉朴学的缘起及其启蒙意义”，齐鲁学刊，2002/04

6. “司马光史学思想及其理学精神”，山东大学，2002/04

7.“电视新闻平民化现象的解读”， 东岳论丛，2007/02

8.“简论实学思潮对明清野史的影响”，东岳论丛，2012/12

9.“清实学的启蒙精神对史评类著作的影响”，理论学刊，2012/12

10.“文本写作视域下的解读”，教育教学论坛，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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